
大澳小學 非華語中文教學設計 

《我們的新年---繪本教學》 

 

教學計劃 

級別︰ 小學一年級 

單元主題：《我們的新年》 

已有知識︰新年相關詞彙、四素句句式 

教學對象：小學一年級非華語學生抽離班  

教學目標：透過繪本重溫及鞏固新年相關詞語 

教學時間：約 4 節課，每課節 30 分鐘。 

 

背景 

學校秉持「並肩培育豐盛生命，攜手見證基督大愛」的教學理念，旨在幫助非華語學生更

好地掌握中文，並以全粵語進行溝通。目前班上有四名學生，分別來自菲律賓和巴基斯

坦。三名菲律賓學生擁有良好的學習動機，其中兩名學生的家庭經常與他們練習中文，這

使得他們的中文水平優於其他同學。然而，班上的另一名巴基斯坦學生則有特殊學習需

要，集中力較低，需要教師的個別提醒。 

教學中面臨的困難點主要包括學生之間的學習差異、動機問題以及特殊教育需求(SEN)。

儘管存在挑戰，學校也具備優勢，例如跨年級的共融閱讀課程，有助於培養學生的閱讀興

趣和能力，並且小班教學的形式使得教師能夠更好地關注每位學生的學習進度。 

設計概念 

在教學設計中，繪本教學通過閱讀來加強幼小銜接，重點發展學生的思維、聽說能力及閱

讀策略，並培養他們的閱讀興趣和習慣。選擇有趣的情節和具創意的圖畫故事，能有效提

升幼兒的識字能力和想像力。在閱讀過程中，教師應主動講述故事、提問並解答學生的疑

惑，這不僅增進了學生的參與感，還能激發他們對閱讀的興趣。此外，透過角色扮演和對

故事情節的猜想，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也得到了促進。對於即將升小的學生，面對新環境



和轉變可能產生不同的情緒反應，家長和老師可以利用故事來舒緩他們的情緒並提供支

持，從而有效地融入課程的學習重點。 

 

教學設計 

步驟 階段 教學步驟 

第一節 

 

認識新年 已有知識：基本四素句句式、「......也......」句式 

 引起動機：連結生活經驗（5-7分鐘） 

● 提問互動： 

○ 「你們在日常生活或電視裡見過紅包、舞獅嗎？在哪

裡看到的？」 

○ 邀請2-3名學生分享經驗，教師補充說明這些活動與

中國新年的關聯。 

● 圖片引導： 

○ 展示舞獅、紅包圖片，引導學生說出「新年」主題

詞。 

2. 新年字詞教學與運用（20分鐘） 

步驟一：字詞認讀與書寫 

1. 字詞教學： 

○ 依序教學「新年、大掃除、拜年、團年飯」，結合圖

片解釋詞義。 

○ 筆順練習：教師示範正確筆順（如「拜」字的左右結

構），學生同步書空練習。 

2. 遊戲強化記憶： 

○ 「快問快答」：教師舉圖片，學生搶答對應詞語（如

團年飯圖片→「團年飯」）。 

步驟二：句式表達練習 

1. 四素句示範： 

○ 例句：「新年時（時間），我和家人（人物）在外婆

家（地點）吃團年飯（動作）。」 

○ 學生仿照例句，用目標字詞造句（如「新年時，我和

爸爸在家大掃除」）。 

2. 「……也……」句式拓展： 

○ 例句：「新年時，我喜歡吃年糕，也喜歡拜年。」 

○ 學生仿照例句，用目標字詞造句。 

3. 小總結：圖畫與口語輸出（5-7分鐘） 

● 互動問答： 



○ 提問：「新年時，你會做什麼活動？」引導學生用完

整句子回答（如「新年時，我和媽媽去拜年」）。 

● 看圖說話： 

○ 展示「大掃除、團年飯」等情境圖，學生輪流描述圖

片中的活動。 

4. 延伸任務：課後鞏固 

● 工作紙內容： 

1. 字詞書寫：按筆順書寫「拜年、團年飯」等字詞。 

2. 句子填空： 

■ 「新年時，我在______（地點）和______

（人物）一起______（動作）。」 

■ 「我喜歡______，也喜歡______。」 

第二節 

 
 

句式學習

及運用 

已有知識：基本四素句句式、新年字詞 

1. 引起動機：四素句配字遊戲（5分鐘） 

1. 將學生分組，每組分發「時間、人物、地點、動作」

四類字卡（例：時間卡「新年時」、人物卡「我和家

人」、地點卡「在家裡」、動作卡「吃團年飯」）。 

2. 學生需在1分鐘內配對出完整的四素句，並大聲朗讀

（如：「新年時，我和家人在家裡吃團年飯」）。 

3. 教師引導討論：「哪些搭配最有趣？為什麼？」 

2. 四素句寫作任務（15分鐘） 

步驟一：圖畫引導與句式示範 

1. 展示新年活動圖畫（如：拜年、舞獅），提問： 

○ 「圖中的人物是誰？他們在哪裡？做什麼？」 

2. 教師示範四素句寫作： 

○ 例句：「新年時，爺爺奶奶在公園看舞獅表演。」 

步驟二：寫作 

1. 提供圖畫及時間，着學生根據新年圖畫及時間寫出人物地點

事情，限時完成，共5句。要求學生思考新年時什麼人物會

在什麼地點作什麼事情？ 

2. 完成後，學生輪流分享句子，教師即時反饋（如：「地點可

以更具體嗎？」）。 

3. 小總結：圖畫提問與口語輸出（5分鐘） 

● 互動問答： 

○ 展示「拜年」圖畫，提問：「新年時，誰會去拜年？

在哪裡拜年？」 



○ 要求學生用完整四素句回答（如：「新年時，我和爸

爸媽媽在阿姨家拜年。」）。 

● 錯誤修正： 

○ 教師記錄常見錯誤（如地點缺失），全班一起修正例

句。 

 

第三節 繪本教學 
 引起動機：連結經驗與詞彙複習（5分鐘） 

● 提問互動： 

○ 「農曆新年時，你和家人做過哪些事情？例如大掃

除、拜年？」 

○ 邀請2-3名學生分享，教師板書關鍵詞（如「吃年

糕」「逗利是」）。 

2. 繪本教學：觀察、預測與互動朗讀（20分鐘） 

步驟一：繪本導入與預測 

1. 封面討論： 

○ 展示繪本封面「我們的新年」，提問：「猜猜這本書

會講什麼故事？誰是主角？」 

2. 頁面觀察： 

○ 翻至內頁（如第3頁「新年前，方卓加和方佐治在家

中大掃除」），引導學生描述圖畫：「人物是誰？他

們在做什麼？」 

1. 逐頁朗讀： 

○ 教師朗讀句子，學生跟讀（如第6頁「新年時，我和

爸媽在公園看舞獅表演」）。 

○ 隨機點名：若句子中包含學生姓名（如替換「我」為

「陳小明」），該生需站起朗讀並替換成自己的例子

（「新年時，陳小明和爸媽在公園看舞獅」）。 

2. 情境提問： 

○ 針對抽象詞彙提問（如「逗利是」是什麼意思？你會

在哪裡逗利是？），引導學生用四素句回答（「新年

時，我在阿姨家逗利是」）。 

3. 要點重溫：詞彙強化與總結（5分鐘） 

1. 尾頁複習： 

○ 展示繪本尾頁「要點重溫」，全班齊聲朗讀詞彙（大

掃除、團年飯、拜年）。 

2. 錯誤修正： 

○ 教師列舉學生造句中的常見錯誤（如「新年後，我們



在學校上課」缺少動作細節），引導修正為完整四素

句（「新年後，我們在學校和老師分享新年故

事」）。 

第四節 總結 
1. 四素句展示與引導（10分鐘） 

● 教師範例：在黑板或投影中展示例句： 

○ 「新年時，馮老師在家中吃新年食品。」 

○ 提問互動：詢問學生類似的例子，「你在新年時做過

什麼事？和誰一起？在哪裡？」 

● 鼓勵學生分享個人經驗，並將答案填入四素句模板中。 

2. 學生創作與互助活動（15分鐘） 

● 完成工作紙： 

○ 學生根據自己的新年經歷補全工作紙上的四素句（時

間 + 人物 + 地點 + 事情）。 

○ 例子： 

1. 「年三十晚，我和家人一起在家裡吃團年

飯。」 

2. 「新年時，我和表姐在外婆家拜年。」 

● 互助與檢查： 

○ 學生完成後舉手示意，教師檢查句子結構是否完整，

是否符合四素句要求。 

○ 延伸互助：能力較高的學生可協助能力稍弱的同學完

成句子。 

3. 語言活動與展示（10分鐘） 

● 句子朗讀： 

○ 點名學生朗讀自己完成的句子，並邀請其他同學進行

模仿或延伸造句。 

○ 創意挑戰：鼓勵學生嘗試用不同的詞彙替換人物、地

點或事情。 

■ 例：「新年時，我和表哥在公園看舞獅表

演。」 → 替換為：「新年時，我和朋友在廣

場放煙花。」 

 

 

結果分享 



使用繪本教學後，學生對新年詞彙明顯地掌握了更多，本來未能掌握四素句式裏的時間，

也因為新年的時間而慢慢掌握例如年三十晚，年初二，年廿八等等 

再者，非華語學生對於農曆新年的活動較少接觸，日常生活也沒有一樣的情景發生，但因

為繪本教學能令他們更對書中描寫的情景有共鳴，再加上他們自己創作的句子，使他們對

新年時進行的活動能掌握並運用。 

 

現在的學生能在老師指出圖畫後，便能立即回答農曆新年的活動。 

而有趣的是，當學生看到自己創作的句子成為了一本書，他們會很自豪，並且經常拿起該

書本來閱讀，而在學習的時候，因為是他們創作的句子，他們會比以往更加專注。 

 

教學反思 

學生的表現常常讓人驚喜，尤其是在農曆新年的活動中，他們的投入程度超過了預期，並

且更加樂意在課堂中參與。儘管他們過去未曾直接參與過農曆新年的慶祝活動，但因為這

次課題的關係，他們經常與家人討論想參加的農曆新年活動，例如吃年糕等，這種熱情讓

老師感到驚喜。 

 

然而，農曆新年的活動及相關字詞對學生來說確實有一定的難度，尤其是一些結構較為複

雜的詞彙，如團年飯中的「團」字，學生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記住這些字詞。因此，老

師認為未來可以改善和調整課題，以便對學生產生更正面的影響並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。

儘管農曆新年充滿中華文化，對於非華語學生來說，這與他們的文化背景有所不同，可能

難以完全掌握並產生共鳴。如果將課題轉換為與學生生活息息相關的主題，如公園或學

校，則能讓他們更加專注並提升學習動機。 

老師也在這次教學中感受到成就感，特別是與學生共同創作了一本繪本。這本繪本不僅讓

學生成為作者，還使他們在內容上更加集中和專注，對於學習也有更好的掌握。接下來，

老師可以繼續鼓勵學生創作更多的繪本，讓他們用自己喜歡的主題來表達想法，從而在中

文學習上獲得更多進步，並增加他們對中文的興趣和動機。 

 



學生作品展示 

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教學材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